
A16

20232023年年66月月99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3年6月9日（星期五）

2023年6月9日（星期五）

◆責任編輯：甄智曄文 教 薈 萃

投筆從戎保明室 功成身退殊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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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分析現實 應對「道德高地」

◆任遠（現職公共政策顧問，曾任職中學、小學辯論教練，電郵︰yydebate@gmail.com）

以豁達解消苦難 逆境中破繭而出

文文山山
字字水水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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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偉成MH校長，筆名孺子驢，播道書院總校長、香港教育領導協會主席、新城電台親子節目《人仔細細》嘉賓主持、中
國文化研究院學科顧問，致力在中、小學推行中華文化教育，並把中華文化價值觀之學習滲透於各個校園生活環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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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盟主」周芷若
難逃「小女子」套路？

◆馮慧心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講師

◆于謙遺像。 網上圖片

◆ 金庸館策劃人李志清繪畫的小說
封面，圖中人物為周芷若。網上圖片

◆杭州于謙故居內的忠肅堂，清末林則徐以
對聯推崇于謙。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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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馬殺敵，下馬讀書，這是何等瀟灑、何等英氣？
這在明朝特別多。很多文人出身的英雄，投筆從戎，
打仗打得狠，令敵人聞風喪膽。不過，部分書生，為
朝廷立了功勞，下場卻很慘。例如英宗時期的于謙，
力挽狂瀾，卻被處斬。他那「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
清白在人間」(《石灰吟》) 之句，道盡他的忠貞。
于謙乃永樂年間進士出身，曾因不賣當權太監王振
的賬而被誣陷下獄。事因他準備入京述職時，人家勸
他先打點些禮物奉送給王振，他笑言：「清風兩袖朝
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入京》)

「救時宰相」于謙 慘遭抄家
到「土木堡之禍」發生，御駕親征的英宗被俘，瓦
剌大軍直逼京師，國家岌岌可危。于謙擔起「救時宰
相」的責任，整軍經武，大打一場北京保衛戰。他更
言國不能一日無主，推郕王登皇位，是為代宗，以絕
瓦剌挾帝南侵或強索贖款。到保衛戰打勝了，再揮軍
追擊，打得瓦剌大敗而逃，並送還英宗。可惜的是，
英宗憑「奪門之變」而復位，于謙即變成叛逆之徒，
被抄家處斬。

第二位是憲宗時的王陽
明。他出身官宦之家，父是
狀元。他二十歲中舉，喜論
軍事，善射。他是著名的思
想家、哲學家，只不過他多
次赴考都受人妒忌而壓制，

後讀朱熹之書而有所悟。
二十八歲進士及第，分任職工部、兵部，正德年間

迅速平定江西、福建等地之民亂，亦官拜兵部尚書，
並揮軍平定「宸濠之亂」，有掃除內憂之功。他在平
定江西南昌寧王的「宸濠之亂」時，先後以反間計和
緩兵計拖延寧王的部署，令其失去先機，讓自己的軍
隊可分進合擊、埋伏圍殲，再以火燒連船而大獲全
勝，贏得「大明軍神」之譽。
他56歲時病逝，是英年早逝，卻也算善終。至於他

的學說中，最著名的要算「知行合一」之說，強調二
者互有表裏，不可分開。而他留下的《四句教》更成
我們的座右銘：「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
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縱能文能武 難敵宦禍黨爭
另一位萬曆年間進士及第的熊廷弼，下場則慘了。

他被天啟熹宗下令斬首，並「傳首九邊」。即是將首
級快遞北方九個軍鎮示眾，家屬不准收屍。熊廷弼少
時家境貧寒，放牛讀書，刻苦強記。萬曆二十六年中
進士，授保定推官，因釋放了被稅監緝拿的人民，並
上疏撤礦，被擢升監察御史。萬曆三十六年，巡按遼
東，開始招撫流離失所的難民，屯田耕種。又整肅軍
令、造戰車、備火器、修城浚壕，整固守備。
天啟元年，熹宗即位，後金努爾哈赤破遼陽，兵臨

廣寧。
當時任遼東經略的熊廷弼，因與巡撫王化貞不和，

不能協調作戰，又有守將投降，導致廣寧大敗失守。
朝廷追責，王化貞和熊廷弼一同有罪，判處死刑，但
魏忠賢等閹黨偏袒王化貞，為他開脫，而熊廷弼屬東
林黨，魏忠賢等要將其置之死地。到東林黨人紛紛替
他鳴冤，魏黨則坐實熊廷弼是結黨營私，那更犯皇帝
之忌，處以重刑。
前車之鑑，天啟皇帝為太子時，教他讀書的孫承宗

小心翼翼，不涉黨爭，也積極避開閹黨之攻擊。他任
薊遼總督那四年，令後金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亦重用
袁崇煥，組成強而有力的防線。這位帝師，將他的經
略所知一一告訴天啟。所以這位遭後世嘲諷只懂做木
匠的皇帝，其實對遼東十分了解，甚至準確地預言滿

洲人入關的路線。
可惜，奸黨橫行，帝師孫承宗也要退隱避禍。崇禎

時，他舉薦的袁崇煥也被問罪處死，這位年屆七十的
老將，掛帥出征。可惜明軍各部互不協調，大凌河大
敗。孫承宗再次退隱回故鄉高陽，到清兵來時，一門
忠烈殉難。
也是文人出身的袁崇煥，能與八旗兵對峙。他與祖

大壽合組「關寧鐵騎」，是能騎善射的軍隊。他曾兩
敗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功勞無人出其右。可惜他貿然
矯旨斬了皮島總兵毛文龍，反令皇太極無後顧之憂。
皇太極放膽引軍攻臨北京城下，崇禎賜了袁崇煥凌遲
處死，下場慘烈。

過去三年，疫情肆虐，學校停課，百
業受挫，社會撕裂，部分人移居外地，
親朋散離——不少人感到困難、困倦、
困悶。
然而，在悠長的中華歷史中，試問怎
沒有艱難的時刻？「歲寒，然後知松柏
之後凋也。」「疾風知勁草。」就在這
一次又一次的寒冬與狂風之下，中國歷

史上的確出現過不少松柏勁草般之人
物，其中一位便是蘇軾。
蘇軾天才橫溢，是個全才，起初獲皇

帝賞識，仕途本來無可限量；可是，年
輕的蘇軾還未識世途，被人歪曲他的文
章，一次「烏台詩案」，被人大做文
章，從天堂掉進地獄，若不是還有太后
為他美言，相信就連性命也早已不保。
蘇軾後來被貶，一貶，再貶，又再

貶，越貶越遠。初貶黃州，蘇軾便寫
道：「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眼
前的缺月掛在樹葉稀疏的桐樹上，不是
很應景嗎？有沒有禍不單行、慘上加慘
的感覺？在計時器的滴漏聲停頓下來
後，四周寂然，蘇軾想到過去，黯然寫
道：「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
影。」蘇軾愛好熱鬧，誰曾見過他像離
群孤雁般獨自飛翔？
蘇軾好酒，有時候甚至「努力」醉酒

來消愁。他曾這樣寫道：「夜飲東坡醒
復醉。」蘇軾不愧為高手，一般人會寫
「醉復醒」，他卻寫「醒復醉」，醒來還
要求醉。是因酒力太猛，故醒了仍不勝
酒力，依然要醉？還是醒了再飲幾杯，
好讓自己醒來再醉？無論如何，蘇軾看
來不願醒來，這側寫了他害怕現實——
如此看來，蘇軾真的能借酒消愁嗎？
頭頭碰着黑的蘇軾，也不得不自怨起

來，埋怨自己過於聰明。他曾寫道：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
生。」話雖如此，蘇軾最後還是醒來。
他後來寫道：「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
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
一蓑煙雨任平生。」只要心態超越境
界，哪懼貧賤？蓑衣一披，風雨何懼？
蘇軾之後再超然一點說：「回首向來蕭
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只要
看得再豁達一點，真的有風有雨嗎？
蘇軾又曾感慨寫道：「大江東去浪淘

盡，千古風流人物。」為何在長江流域
出現的英雄故事中，卻偏偏缺了自己？
是不是自己想多了？蘇軾說：「故國神
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一尊還酹
江月。」他這次調整了思想，於江上酹
酒，與自己的胡思亂想來一次訣別。

萬物自有存在意義 無須比較執着
蘇軾為何能醒覺？他這句說話給了我

們線索：「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
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
也許，只要能發現自己不過渺小、生命
只不過短暫，人人如此——得了又如
何？失了又如何？何需比較？何需執
着？
從歷代面對苦難的高手身上，是不是

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呢？走到絕
處，蘇軾也曾變得「so sick」，但他說
了句「so what」，人生又精彩起來了。

金庸武俠小說的男主角，不論其武功、胸襟人格、名譽
地位，在書中均不斷提升、成長。然而，小說的女主角卻
非如此。明顯的例子有《神鵰俠侶》的楊過與小龍女。開
首時，小龍女在武功閱歷上可謂楊過的導師，但至結局之
時，楊過已蛻變成受人景仰的「神鵰大俠」，小龍女卻始
終是那個愛情至上的單純女子。以上情況，在金庸小說實
在俯拾皆是。
金庸武俠世界的女性，大多武功不如男性，除了愛情的

追求外，似乎沒有什麼行俠仗義的理想與事業野心，因此
除了以女性為主的門派如峨嵋派、恒山派以外，很少見到
女掌門、女首領，更遑論出現女性武林盟主。

師命託付驅除韃虜大計
金庸小說中，能成為武林盟主的女性只有《倚天》的周

芷若，但她卻是最令人扼腕的角色。周芷若自幼父母雙
亡，投入峨嵋派的門下，由滅絕師太撫養成人。她對武功
悟性極高，因而得到滅絕師太賞識，並在臨終之時，將掌
門之位交託予她。師父滅絕更下跪相求，要她應允三件
事：第一，以美色誘惑張無忌，以取得屠龍刀和倚天劍，
但不許對「魔教」教主張無忌動心。第二，練成刀劍中暗
藏的絕世武功，使峨嵋派武功領導群雄。第三，運用刀劍
內的兵書戰略，趕走蒙古人（其時為元朝），光復漢家山
河。

「登大位」後僅着墨於愛情糾纏
從傳統俠義精神看來，執行亡師遺命，既是對門派、師
父盡忠、盡孝，亦是對國家民族盡義，正切合「為國為
民，俠之大者」的理想。除了以美色相誘的手段或有待商
榷外，不因兒女私情而忘卻天下之公，更是男俠人生的義
所當為。然而，最終周芷若又如何？小說描述她在得到刀
劍、練成九陰白骨爪以後，確實在屠獅大會中技壓群雄，
得到天下第一的武林盟主之位，亦重振了峨嵋派的聲威。
然而，有趣的是，這位武林盟主在「事業高峰」之時，其
人生卻沒有什麼進展，她既沒有在武林中大展拳腳，也似
乎將國仇家恨拋諸腦後。
周芷若此一角色

本來有很大的發展
空間，書中卻只着
墨於她與張無忌及
情敵趙敏的愛情糾
纏，但對她所面對
的師命與愛情之間
的情義衝突，以及
對人生事業的追求，
卻一一付之闕如。相
比起因愛情而放棄事
業與權力的趙敏，周
芷若似乎得不到作
者與讀者的理解與
同情，最終淪為奸
角。值得思考的
是，若然她是男
性，「他」的情況
又是否一樣？

「應然型」辯題處理的基本是涉及道
德倫理的社會問題。在一些情況下，正
反雙方都有自己的道理基礎，就雙方的
理念進行比拚；但也有些情況，其中一
方有明顯的道德優勢（主流價值觀），
即是所謂站在「道德高地」。面對這種
情況，可以如何應對？
今天我們以「政府應立法成年子女供
養父母」這道比賽辯題作為分享。對於
這道辯題，我們不難想到正方是可以站
於「孝道」的高地，提出「供養父母」是
指物質上滿足父母的需要，是孝道的必
要條件，並認為這是子女的基本責任。
面對這種論點，我們直接反駁「孝
道」是難以在時間有限的辯論比賽中奏
效的，而提出其他道德理念，也難以在
「百行以孝為先」的中國社會文化中佔
得有利位置。面對這種情況，反方進攻
的重點不應是「道德高地」，而是要以
理性分析，將正方引入「貼地」（接地
氣）的辯論戰場中。

具體而言，反方要針對「立法」的問
題。孝道是道德，但立法卻是現實的政
策問題。如何將正方從「道德高地」拉
入現實討論？反方需要提出比正方更為
清晰且有說服力的準則。例如，指出正
方要證明有必要立法，就必須證明以下
兩點︰1）道德上，如果子女不供養父
母，應該受到法律的懲罰；2）社會上
子女不供養父母的情況嚴重，有必要立
法規管。提出準則有助將辯論的焦點轉
移至有利自己的戰場。
當打開了理性「貼地」的戰場後，反

方就可以提出論點攻擊。如指出「供
養」與「孝順」沒有直接關係，「供
養」不是「孝順」的基本條件。孔子認
為孝敬父母要真心實意，如單純在物質
上滿足父母，尚不足以為孝，更重要的
是要「敬」，是父母得到人格的尊重和
精神的慰藉。因為現實中，不是人人都
有能力靠自己供養父母，因此不供養不
代表不孝順。如果一個子女是真心尊

敬、關愛父母，但他沒有能力供養父
母，我們不能說他是不孝順。
進一步而言，我們要考慮立法反效

果，也是所謂「目標與手段不相符」。
根據新加坡的立法經驗，如果子女不供
養父母，是要由父母主動向政府舉報，
甚至要對簿公堂，反而加深子女與父母
間的矛盾，破壞子女與父母之間的關
係，與「孝」背道而馳。
有了以上的論點，反方最後可以進一

步昇華，提出在現代社會體系中，老年
人的供養不只是個人（子女）的責任，而
是社會整體的責任，這也是現代社會保障
制度的道德基礎。因此，相比於立法成年
子女供養父母，建立更穩健的長者生活保
障制度是更符合現代社會的可取之法。
從這道辯題例子可見，即使面對「道

德高地」，只要我們回到現實，以理性
分析去應對，在道德以外開闢戰場，並
以此發起挑戰，高地本身也會不攻自
破。


